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了自贡转型发
展思路的典型代表——自贡航空产业园。

西出自贡主城区10余公里，自贡航空产
业园正位于国道 348 线左侧。在这里，与飞
机起落轰鸣声相互呼应的，是四川腾盾科创
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基地内施工的声音。

“腾盾科创全国总部在成都金牛区，腾凤
科技是腾盾科创在自贡成立的子公司，去年1
月，负责无人机生产制造的一期项目投入使
用，我们就正式入驻航空产业园了。”四川腾凤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钦毅简单介绍了“成
都总部研发—自贡生产运营”的产业模式后，
着重向我们提起一期厂房的优越条件——

飞机出厂房就能上跑道，南北的两个大门
正对着凤鸣机场、兰田机场；跑道一条长1200
米、另一条长2500米，基本满足大中型无人机
研发试飞需求；产业园上空，正是全省低空空
域改革试点面积最大、高度最高的协同空域。

这些条件，正是自贡无人机及通航产业

正加速“起飞”的优势资源，它为成都、自贡
产业联动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四川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支持成都、自贡等打造
千亿级无人机产业集群。

与自贡用好“空天”优势不同，内江把着
力点放在“地利”的充分转换上。

拥有成渝高速公路等构成的“八纵四横一
环”高速公路运输网，和成渝铁路等形成的“五
纵四横”铁路运输网；临近泸州、重庆、宜宾3个
水运港口，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重庆江北机
场及正在规划建设的内江机场等6座机场；全
省除成都外，内江还是唯一拥有两条南向铁路
货运大通道的地级市⋯⋯曾经因交通带来辉
煌的“内老三”，如今借助持续加强的交通优
势，吸引泰国天丝红牛等大批外资项目落地。

“外力”为发展带来助力，但更重要的还是
“内力”的进一步释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随着内江与成都港投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成为川内首个“蓉欧+”东盟国际班列市（州）基

地，更多“内江造”搭乘“蓉欧+”走向世界；今年
一季度，作为内江保税物流中心（B型）封关运
营前的过渡平台，蓉欧公用型保税仓已实现海
关监管货值约1070万元，同比增长约47%⋯⋯

从“人无我有”的被动开发，转换到“既
有且优”的主动挖掘，在老工业城市新一轮

“田忌赛马”中，对资源再开发、再利用，正成
为川南经济区闯出新天地的重要战略考量。

资源盘活的

新动能
因盐而生的自贡，因甜而

兴的内江，都曾凭借当地特有
资源，形成机械制造等多门类
老工业体系。资源是老工业
城市发展的根本依托，要走出
转型升级新路，如何延展“资
源”定义？如何“盘活”资源，
带来发展的新动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李影（中）、张帆
（右）在自贡腾凤科技公司采访

“床铺搭在车间里，吃住都在厂房头！”这
句挂在泸州市茜草工业遗址的标语，重现了当
年“三线建设”的历史场景，也展现了泸州深厚
的工业基础。

在泸州采访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一家年
近60岁“高龄”的企业——泸州长江机械有限
公司。作为我国最早的汽车同步环生产厂家，
拥有40多年铜合金制品生产经验，泸州长江
机械如今已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琳琅满目的荣誉与成绩背后，是企业从濒
临破产到生机勃勃的“蝶变转身”：

2008年，被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成为全资子公司，泸州长江机械有了更多
资金支持、市场共享；

2018年，兄弟单位泸州豪能传动技术有
限公司成立，两家企业共同打造了汽车差速器

和同步器系统完整产业链⋯⋯
从母公司在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加持，到

生产系统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再到市场之路越
走越顺，“老资格”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不
断做强专业领域的“高精”文章。

同样是40多年的生产经验，同样跻身国
家级“小巨人”企业，作为原电子工业部定点磁
材生产企业，自贡市江阳磁材有限责任公司把
对创新的紧迫感“刻”在生产线上：从买进原材
料，到打磨成磁浆、压制成型烧制成磁瓦，再到
进一步细磨后送进自主研发的磁瓦清洗机，大
部分生产环节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求变痕迹。

企业还把科研力量从成都请到了自贡
——与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院校深入开
展“校企合作”，与四川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申报四川省稀土

永磁铁氧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阳磁材搞创
新有了叠加的智力支持。正在建设的二期项
目还承担了位于成都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综合利用研究所关于稀土及共伴生资源绿色
开发及深度利用的项目。

作为成都华川电装的上游企业，它生产
的磁瓦正被不断装进“成都造”汽车雨刮电机
中，之后搭乘货运专车抵达重庆。“华川是我
们的大客户，在公司现有产品12材磁瓦的基
础上，我们两家共同开发了用于汽车雨刮电
机的保险磁瓦。一个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生存。”公司董事长邓清荣介绍企业与成都
的种种合作后，由衷感叹道。2022年，江阳磁
材实现销售收入 2.17 亿元，同比增长 16%。
坚持创新引领，正是“小磁瓦”撬动“大产能”
的关键。

俗 语 说“ 家 有 一 老 ，如
有 一 宝 ”，不 是 所 有 的 转 型
升级都需要另起高楼，如何
让“ 老 工 业 ”迸 发 新 活 力 ？
这 也 是 城 市 转 型 升 级 需 要
面对的问题。

“老树发芽”的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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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极米智能光电产业园等地找到了
答案。

作为一家成立于成都、总部在成都的企
业，2018年，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与宜宾
签约建设极米智能光电产业园，这正是成都与
宜宾“加强区域合作，共推南向开放”签约后的
第一个项目。

从在车库创业到产品走向全球，一路走
来，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快速发展，
都得益于两地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扶持政
策。以成都为例，公司董事长钟波回忆说，
2016年，极米还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备战当年

“双十一”，公司先后两次申请“科创贷”。此后
的 2017 年、2018 年，面对更大的营销费用开
支，极米再次申请“科创贷”，持续的支持让极
米步入高速发展“快车道”。就在今年5月10
日，极米在宜宾极米智能光电产业园召开2023
春季新品发布会，推出投影行业革命性技术，
有望引领投影行业的下一个十年。

从顶层设计布局区域协同，能够让“移植”
而来的企业迅速扎根。与此同时，区域协同也
在放大不同城市的“洼地效应”，为本地“种植”
新兴产业输送更多“营养”。

土生土长的内江企业，也是内江首家科创
板上市企业——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把生产放在了内江，研发中心安在了成都天府
国际生物城。

5月5日，当记者走进位于内江的汇宇制
药总部时，得知董事长、总裁丁兆正在成都研
发中心开会。“丁总50%的时间都放在了研发
上。”总裁助理刘静默说，汇宇成都研发中心设
立时只有二三十人，到如今研发团队人数已超
过600人，其中1/3以上是硕士博士学历，还有
20多名海归专家。“我们在成都的创新药物研
究院预计于今年年底投入使用。届时，可容纳
2000多人的研发队伍同时办公！”

刘静默告诉记者，作为一家创新驱动的专
注于抗肿瘤和注射剂药物的综合制药企业，公
司一直高度重视研发创新，成都国际化的营商
环境、集聚的行业资源、良好的产业支持政策

等多重因素叠加，更有利于研发人才扎根。而
天府国际生物城已经汇聚了很多生物医药企
业，拥有良好的研发环境。截至2023年5月，
汇宇制药已有16个抗肿瘤及其他领域产品在
国内过评上市，超过20个优质仿制药冲刺上
市，并有18个产品在海外获批上市。

用好区域间不同城市的优势，新兴产业的
“种子”将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饱满的果
实，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的春天已在路上。

结束此次采访后不到一周，“五区共兴”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了川南经济区专场。
会上，川南四市发言人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关键
词——新型工业化。

从“老工业”到“新工业”，乘着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东风，继续走好城市转型升级
之路，这是川南四市共同责任担当，也将为区
域协调发展开拓出全新的天地。

培优育强的

新思路
以煤炭、白酒为代表，曾

经的宜宾高度依赖“一黑一
白”产业。如今，肩负筑牢长
江 上 游 生 态 屏 障 的 时 代 重
任，宜宾的新兴产业如何“从
无到有”？

与城市 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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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带来繁荣，也为前行的脚步指引方向。
回首过往，从近代工业的兴起，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线建设”，宜宾、泸州、自贡、内江走上以煤炭、白酒等为代表的老工业之路。
立足当下，同属川南经济区，宜泸自内四座老工业城市，肩负打造全省经济增长第二极重任，正走在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健全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
以产业振兴带动城市全面振兴，“五区共兴”区域发展战略的落地，离不开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的关键，则在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实现

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和新兴产业“加速跑”？在干支联动背景下，区域协作协同又将如何为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加把力”？
风起“南翼”，在一条条生产线上，在一个个产业园区的建设现场，产业转型“蝶变”的新动能、新活力、新思路不断涌现，这些老工业城市正在打开更多发展新路径。

风起南翼 转型蝶变

新时代四川经济地理调研纪行②

探寻老工业城市
转型升级之路

宜宾极米智能光电产业园

自贡江阳磁材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天丝红牛生产基地


